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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游踪
黄亚洲

登攀百山祖

喘气，柱杖，向祖母报到
云雾顺着脖子下行， 凝成脊背上

的汗滴
我就是愿意把百山祖的祖，叫作
祖母的祖
原谅我，祖母
我从海拔一千六百的林场才开始

徒步
这虔诚，有点打折
由于人迹罕至， 每一块石阶的苔

藓都很厚
苔藓还学会了爬树
爬上去，又垂下来，蛛网一样扑我

的脸庞
百山祖的登顶， 一直没向游人开

放
据说是植物种群保护的缘故 ，而

今对一位诗人，却破了例
祖母你心真好
这么多的珍稀古树， 大大方方挽

着我走路：
百山祖冷杉 、红豆杉 、伯乐树 、银

杏、浙江楠
我随意取过一根手杖
都是贵重苗木
海拔 1856.7 米，百山祖之巅，果然

是个温暖的圆丘
这就是祖母啊， 日夜哺育着浙江

的子孙
这一刻，祖母，能认我吗
也把我认作你的一棵珍稀树种？
甚至，也将我当作一座山，纳入
你的麾下？
这些年 ， 我确实萌生了狼子野

心
我已经将自己镂出了沟壑挂上了

瀑布
不是一座山，我也不敢
向百山祖靠拢
别看我现在是一副熊样
气喘吁吁，苔藓一脸
背脊上云雾渐凉， 成为野心家的

冷汗
百山祖啊，我的祖母
你不收我，又何苦生我，直叫我
枉走世间一遭

西洋殿

祀奉吴三公的鼓声又按时敲响
第一线的生产者成群结队而来 ，

站满殿堂
站满坪场，站满山坡，站满森林
整个庆元都站着
他们都是香菇的嫡传， 他们都是

吴三公的子孙
他们共同的名字是庆元
如果历史是一根倒下的树木 ，或

许
唯有香菇，能叫历史不朽
祀奉吴三公的殿堂坐落在庆元的

西洋村
一种技艺在这里开花， 结出的果

子，成为了
中国的重要产业
成为庆元、龙泉、景宁三县人民的

温饱和富足
祀奉吴三公是必要的，他太用心了
他发现了树木上的伞状物，接着，

发明了
神奇的“砍花”“惊蕈”种菇法
他手巧， 把每天升起于浙南的太

阳，制成了
菇的形状
吴三公已经走入了宋代的深处 ，

而香菇
还摆在我每天的餐桌上，因此
广义的说，我也是菇民
虽说， 我在这座殿堂只停留了一

刻钟，但
每个雨天，只消我举着伞柄
那就是祀奉

冬韵白云山
程丽平

白云山冬景

水枯石出露青苔，
老树黄藤霜叶哀。
蓄势来年春更发，
总期甘露浸心来。

白云山栈道

晨露弥漓雾掩山，
凋零黄叶泽根还。
虽然栈道无踪迹，
婉转莺声耳际环。

绿中生“金”话丽水
杨人伟

� � � � “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 山
不老，琴不朽，社会却在不断发展变化。

丽水，一个个“点绿成金”的故事正在不
断上演，值得铭记。

记得我小时候，连年的大伐木，一座座森
林倒下了，留下了上千万个树桩的哭泣，多少
个木头运不出去烂在溪边路旁。 树倒，鸟飞，
兽走，人别；山洪来了，泥石流、大塌方，吞没
了半个村庄。 荒凉在四野低徊，岁月也为之叹
息， 这忘不了的悲惨情景， 永远铭刻在记忆
里。 但是近年来，干部山民懂得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记住了一
句话， 那就是 “守住这方净土就守住了金饭
碗”。 于是八百里瓯江两岸的山民行动起来
了，搞封山，少伐木，多种树，绿化荒山荒地，
不上山砍柴火。 经过努力，丽水森林覆盖率达
到了 80%以上， 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达到了
3000 个。

随着绿色生态上台阶，绿美经济大发展。
山涌金，水淌银，金枝玉叶树宝盆；绿色成银
行，叶子成票子，绿水青山成了黄金白银；点
绿成金，山民捧起金饭碗。 在我出游在建的丽
水竹海公园后，对此更是有了深刻的体会。

来到公园，从一条小道向上，便是松树
高木墩。 这里松涛阵阵，松鼠三三两两趴在
枝上窥视着游客，有时，有调皮的小松鼠飞
蹿下来，与游客擦肩而过，又飞进松林。 绕过
一墩，走过一路，便是栗子坡，累累果子压枝
低，时有山民在收获，竹竿打栗纷纷下，脱壳
金栗铺满地。另一地便是桕子林带了，几排桕
树彩叶纷飞，桕子解衣一身白，像一串串银珠
挂树梢，风来铃响引月出，满野铺银。 上了高
坡，行到林道尽头，就到了藤蔓荊萝世界。 碗
口大的树上天，手膀粗的藤萝攀树入云。树藤
的绿色天地，是猴子们的活跃天堂。 向上望，
有猴群从高处飞游过来，一手抓藤荡千秋，一
手向我们频频招手，人们用水果饼干引诱，猴
子只在藤上荡来荡去，无意觅食。 突然，几只
小猴扑了过来抓食，并不害怕。当有人想拍下
这个镜头时，可灵巧猴子已飞离而去，蹲在树
上目送大家走过。

次日从林家民宿出来，直驱大山腹地。
牧歌指路，去浏览六畜兴旺的场景。 牧场设
在几个山坡上，首先看到的是牛群，俯首啃
着青草，不时仰天哞哞吐气。 东坡上，一大
群山羊，在草地上“游动”，像白云飘过山间

早晨，咩咩声此起彼伏。据牧羊人介绍，放羊中
时有野山羊入群，与山羊并肩漫步，俯首吃草，
咩声相应。

再过一弯，西坡上，有成排平房，是利用旧
伐木场屋改建的。 左几间为猪舍，右几间为鸡
屋和兔笼，是几百头猪，上千只鸡，上百只兔子
圈养之地。 据牧场主介绍，每周为附近城镇提
供好几吨食品，如牛奶、猪肉、羊肉、鸡鸭蛋、鱼
类等，装车外运，丰富了市场，也增加了收入。

西坡上，还在筹建药材植物园，种植常规
的黄芪、丹参、当归、麦冬、五味子、灵芝、三七
外，还种植石斛、金银花、鸡血藤等草药。 可以
想见未来这里的美景和农民们的笑脸。

向下到了峡谷，溪滩、池塘水库水潭的水
区域。这里有放鸭滩、鱼塘、甲鱼池、虾潭。那上
千只鸭子的呷呷声，似乎在召唤人们去滩边拾
蛋；那水库上，有渔人在撒网捕鱼，众多的鲤鱼
鲫鱼在水上跳跃；那高山溪沟里是天然自养的
石蛙，是味道鲜美的山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几十年的经
历，让我们懂得了保护生态资源山林资源何其
重要。未来，我们还将依靠绿水青山，建设丽水
大花园。

我的光阴故事
吕迪轩

� � �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
饱 ,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
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
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数万年轻
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展开了波澜壮阔、激情
澎湃的人生，这其中就包括我。

我在农村呆了 17 年 ，这期间 ，我帮公社
开办了农机具修配厂 、劳保用品厂 、五金弹
簧厂。 改革开放后，我被浙江省乡镇企业局
和浙江日报社授予浙江省优秀乡镇企业家
称号，并颁发一枚浙江省办厂能人勋章。 十
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更是点
燃了我要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贡献的雄心
壮志。 在丽水卫校老师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帮
助下 ，我经过几年的努力 ，终于成功研制出
mso-Ⅱ型可调式金属头颅咬合架等多个医
学教学产品。 经权威学校和专家鉴定，这些
医学教学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我也被浙江
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科学成果奖，被省工商
局、省科委、省科协授予科学致富奖。 1984 年
3 月 16 日，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同志视察丽水
时接见我 ， 对我发明的产品给予了充分肯
定。

此后，我积极参政议政，担任过多届丽
水市（包括县级和市级）人大的人民代表、
多届丽水市人大常委会常委， 积极反映社
情民意。 我的工作得到了丽水市、县、区各
级各届人大、政协领导的充分肯定，并获得
优秀人民代表和先进政协委员荣誉。

作为一名丽水市、区二级原人大代表，
我亲历了 1986 年 4 月 2 日的撤销丽水县
建立丽水市（县级）成立大会，亲历了 2000
年 7 月 18 日举行丽水市莲都区成立庆祝
大会。同时，我还亲历了丽水民建组织的建
立。

我和其他同志历尽艰辛筹备了两年时
间，1987 年 7 月 6 日， 终于胜利召开中国
民主建国会丽水市（县级）支部成立大会。
到现在，民建丽水市委会已历经第四届，民
建莲都区委会已历经第六届； 丽水民建组
织由原来的 6 名始创会员， 发展到今天的
342 名会员。 我为丽水民建组织的建立作
出了一份贡献，使我感到十分高兴，也很有
成就感。

2017 年 7 月 6 日在丽水民建组织成
立三十周年时， 在民建丽水市区二级委员
会的大力支持下，我花了 30 个月时间汇编

了一本 《我与民建 》一书 ，以纪念丽水民建成
立三十周年，并在民建莲都区纪念“丽水民建
组织成立 30 周年座谈会”上发放。 我用图片
资料显示和用文字说明， 为丽水民建的发展
留下一份宝贵的历史史料。

由于在建设事业中成绩卓著，1985 年，我
被省人民政府授予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 党
和政府十分关心和爱护劳模， 丽水市区二级
总工会受政府的委托， 做好对劳模的管理和
服务工作。 安排好每年的劳模身体检查、劳模
疗休养工作。 对生病住院的劳模都及时看望，
我深切感觉到，成为劳动模范，是我一生的荣
耀。

四十年时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只是
一瞬间，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它是一段不短
的历程，它是我一生中极其宝贵的四十年。 我
们这一批老劳模都亲历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巨
变，都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更是受益者。

最近，经常有人问我，改革开放 40 年来，
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说，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是成功的 40 年，是胜利的 40 年，是伟大的
40 年， 也是我最大的获得感和最大的幸福感
的 40 年。

野白菊
他他

� � � �初秋，在景宁的深山中，遇见一大片野白
菊。 就在路边，从漫无边际的杂草丛中伸出一
个个白色的小脑袋， 随着风吹来的方向微微
晃动。 舌状的花瓣微曲张开，托起一簇簇嫩黄
的花蕊。 形状像菊花，但花型远比菊花小，不
似菊花那般浓密艳丽。

其实这么说也不对， 野白菊本属菊花大
家庭中的一员， 在这个种子植物最大的家族
中，有三万多个成员。 世人对菊花印象，大都
来自于大型的观赏菊， 称颂它那傲然于秋霜
的姿势。 看过画家程连欧笔下的 《采菊东篱
下》，画中的陶令一袭白衫，悠然倚靠巨石，右
手执一朵硕大的金菊，风撩起了他长髯。 想来
也是，这埋首于路边灌木和杂草中的小野菊，
如此卑微平凡，毫无华丽尊贵之气，岂能从其
泱泱大家族中脱颖而出， 成为文学史上最著
名采菊图的主角。

其时，深山中秋风乍起。 狗尾巴垂下了毛
茸茸的头颅， 四周杂草已色泽枯涩， 渐呈颓
势。 植物们带着一身疲惫，随时准备隐没于漫
漫原野， 开始一季的酣眠。 唯独这一丛野白
菊，在秋阳下舒展了洁白的花瓣，甚是鲜嫩耀
眼。 仿佛一个姿色平平的女子，一旦混入丑女
堆中，顿时显得妩媚动人了许多。

“植物图鉴 ”中说 ，野白菊学名 “三脉紫

菀”。 传说三脉紫菀为痴情女子所化，为了
早猝的爱人，在秋末静静开着小花，等待爱
人漂泊的灵魂。 这么多年，竟从来不知这普
通的小花，有如此别致的名字，同时背后还
深藏着一个略带忧伤的故事。 我们对自然
的认识其实有限，若不借助现代技术手段，
估计大部分人和我一样， 断不会把三脉紫
菀与路边这普通的野花联系起来。 同样，我
们也想不明白， 童年时玩耍的一串串葡萄
似的野果，为什么会和“垂序商陆”这样带
着书卷味的名字挂上钩。

单单一个“野”字，便足见野白菊的卑
贱平凡。 如一个贫寒之家的小子，不挑成长
环境， 无需刻意侍弄， 随便在田间地头一
扔， 即可拔节成长。 待到秋来自然迎风绽
放，为日渐萧索的原野增添些许亮色。 但却
很少有人关注，它们究竟何时枯萎颓败，碾
落成泥化作尘， 重新投入了黑黢黢的泥土
深处。

编故事的人， 总归要赋予植物某种人
格， 以承载他心中所愿。 普通老百姓则不
同，他们更注重植物的实用与功能，马兰头
和野荠菜可以食用，皂角和桑叶可以洗头，
野白菊则和金银花一样，可以入药，有清热
败火功效。 儿时，一到秋天，奶奶就会迈着

她缠裹过的小脚，到路边、山坡上的杂草丛中
采来野白菊，仔细择净，晾干。遇到咳嗽、喉痛，
抓几朵在水中泡开，甫一入口，味苦且涩，继而
微甜，和着泥土的芬芳流入喉咙，浑身上下瞬
间便舒畅了许多。 后来，我见大名鼎鼎的杭白
菊，形状味道颇似少时喝过的野白菊。 但资料
上说，杭白菊为桐乡特产，与其它地方的野菊
花形状相似，药性却有差异。

丽水遂昌民间还有一种菊米茶，与野白菊
颇有渊源，乃采摘尚未开放的野菊花蕊炒制而
成。在《增广本草纲目》有记载：“处州出一种山
中野菊，土人采其蕊干之，如半粒绿豆大，甚香
而轻圆黄亮，云：败毒、散疔、祛风、清火、明目
为第一。 ”从医书记载来看，菊米茶功效近似与
野白菊，又强于后者。 十五年前，我去遂昌，第
一次在老百姓家里喝到了菊米茶，端起青花大
碗泡的，一股浓香扑鼻而来，随着滚烫的茶水
入喉，心头涌起了熟悉的记忆，是小时候奶奶
亲手做的野菊茶的味道。如今，在遂昌县，已经
大规模种植野菊，将菊米做成了一个产业。 在
其商品功效介绍里，增加了补肾、降脂、醒酒、
防辐射等等诸多功能。习惯了沉默不语低伏于
杂草丛中的卑微小野菊，可能连它自己也想不
到，会应和着时代的需求而完成功能进阶吧！


